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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水县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李大爷拿

着失而复得的血汗钱激动万分地握住民警的手说：

“作为一个受害人，同时我也是一个幸运者，没想到自

己被骗的钱还能追回，以后一定以此为戒，提高防范

意识，提醒亲人和朋友们，不要贪小便宜，天上不会掉

馅饼，谨防上当受骗。感谢文水县公安局民警给我找

回了被骗的钱，这等于挽救了我们一个家庭。”

无危为安，无损为全。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持

续高发多发，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

失。电信诈骗成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最大的安全隐

患，不仅给受害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还破坏社会信任、扰乱社会秩序。为更好地提高群众

防范电信诈骗意识，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

失，文水县公安局强化预警拦截和紧急止付，创新工

作模式，多措并举，主动探索新型反诈宣传载体，加大

宣传力度，事前预防，全力以赴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

子。

在校园、在社区，都有反诈民警的身影，宣传标语

随处可见，反诈中心与城区派出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了“以案预警·以案促防”精准反诈宣传活动，以现发

案件作为宣传的切入点，梳理近期社区发案情况，编

写宣传标语文案，并印制了一批“扎心”反诈宣传标

语，悬挂在居民小区的出入口。“免费馅饼是诱惑，不

生贪念不掺和”“我县刷单被骗人员，85%为女

士！特点：当家、管钱、自认为会挣钱！”这

些根据真实案例编写的标语，让人

印象深刻，营造人人知晓、

人人参与的反诈浓

厚氛围。

在柳林县孟门镇有这样一位应急员，他总是奔波

在安全隐患排查的路上，哪里存在风险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尽管常被误解与嫌弃，但他从未懈怠肩负的这

份责任，他就是高芝裕。

近日，高芝裕在与同事一起外出检查新建公路情

况时，开车途经李家塔村附近，遇到一辆小轿车翻进

了路边的耕地。他说：“远远就看到汽车在冒出黑烟，

极有可能发生漏油起火事故，我当时非常担心是否有

人员被困。”随即，他率先下车冲了过去，向车内大喊，

但无人应答，却从全部弹出的气囊隙缝中发现车内仅

有司机一人，且处于昏迷状态，当即试图拉开车门尽

快将伤者解救至安全区域。

“小伙子，小心车着火，你先退回来吧。”这时，一

些围观群众已经心提到嗓子眼，让他先退回来保证自

己的安全。

然而，围观群众的话并没有让他退缩，却让他有

了解决汽车冒烟的想法。高芝裕说：“当时想着先让

汽车熄火，但是一伸手咯噔一下，钥匙折进去了，只能

凭运气试着用手指扣进去熄火。最后，我赌对了。”

“快来救人！”解决了汽车着火的隐患，在周边群

众的帮助下，高芝裕顺利把伤者解救了出来，并联系

了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 120救护车。“在等待救护车的

时候，伤者也逐渐有了意识，但是腹部疼痛难忍，我们

随即帮他联系了家人。”看着伤者上了救护车，高芝裕

提着的心也放下来了。

事后，有人问高芝裕：“汽车已经冒烟随时可能着

火爆炸，你却依旧坚持救人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并没

有想什么，也根本没有时间想，来不及想，我只想一心救

人，我能挺身而出，可能是源于骨子里的一种情感和冲

动吧，这种冲动也许是源于我曾是一名武警战士。”

在关键时候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在工作生活中

无私奉献，传递正能量。高芝裕就是这样一名应急

员，一直以来都在默默保护群众人身安全，看到群众

骑摩托不戴头盔、三轮车载人等情况他会及时劝导；

有老人上下台阶时，他赶紧上前去搀扶；遇到有小孩

在路边嬉闹而旁边又没有大人，他会悄悄站在一边守

护……他说道：“许多不起眼的小事，在别人眼中是

‘闲事’，却有可能酿成大祸，作为应急员要多管‘闲事

’，才能真正保护好群众的人身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家家都有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加之隆

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家庭用火用电用气现象增多。

历来的数据显示，冬季是火灾事故的多发期。如何防火

于“未燃”，是每一位市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进入冬季，生产生活用火、用电等大量增多，火灾危

险性加大，是火灾发生比较频繁的季节。做好冬季防火，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要谨慎用火。居民在使用煤

气、液化气后忘记关闭阀门，或私自对液化气倒罐而导致

气体泄漏，如遇明火、开启电器的电火花或静电就会爆炸

起火；二是要安全用电。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气设

备，养成良好的用火用电用气习惯，不要私拉、乱接电线，

严禁使用老化电线和超负荷用电。不要在电热器具上覆

盖可燃物。家用电器使用后务必及时关掉电源，否则电器

长时间处于通电状态容易造成火灾；三是取暖时要保持适

当距离，烘烤衣物时要有人员照看，外出时要记得‘三清三

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特

别是室内用火盆取暖时，要记得开窗通风，防止一氧化碳

中毒；四是谨防烟花爆竹、燃放孔明灯等引发火灾。春节

临近，不要随意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节日期间离家外出

一定要关好门窗，防止烟花爆竹飞进阳台、房间等引起火

灾。”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负责人曹晋说。

电动车越来越普及，我市选择电动车这一交通工具的

市民不在少数，近年来，因电动车使用、管理不当引起的火

灾时有发生，有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不久前，孝义市某

小区两辆电动车充电时发生一起小火。作为住宅小区居

民应当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曹晋说：“电动车使用的主要

带电部件有电机、控制器、照明灯、蓄电池以及供电和控制

线路等，使用过程中容易因电气线路短路、过负荷、插接件

接触不良等引发火灾。因此，不要在门厅、楼道内停放电

动车，电动车充电应该在室外进行，住宅小区应该设置室

外集中充电车棚和智能充电装置。电动车充电完毕要及

时断电，避免因过量充电导致电池发热引发火灾。”

平安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守护消防安全需要全

社会共同参与。“预防火灾，生命至上”，让我们携起手

来，做平安家庭的守护者、消防安全的践行者、安全理念

的传播者。

绷紧冬季防火
“安全弦”

□ 本报记者 刘小宇

文水县公安局

守好血汗钱
护住钱袋子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各

派出所民警

还深入学校为学

生讲好反诈“第一课”，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

见的形式，讲解什么是“两卡”违

法犯罪及其常见情形、“校园贷”“冒充

好友诈骗”“网络贷款”“网络游戏产品”等

常见电信诈骗手段及防范措施，深刻剖析犯罪分

子的作案手段和诈骗伎俩，告诫广大学生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要拒绝不法人员的利益诱惑，绝对不要出售、

转让、出借银行卡、支付账户及电话卡，远离电信网络

违法犯罪，全面深化“平安校园”“无诈校园”创建，构

建师生“心防”体系。

同时，反诈中心民警每日对现发的电诈典型案例

进行筛选，编辑形成预警信息，由全局民辅警将预警

信息转发至辖区所有微信群，确保预警信息传播无死

角、全覆盖。

为切实提高宣传受众的覆盖面和广大群众的知

晓率、参与率和支持率，民警面对面指导广大群众下

载安装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 等多形式深入开展

宣传，广泛发动群众踊跃参与并积极举报相关线索，

坚决铲除诈骗滋生土壤，彻底净化社会环境，最大限

度挤压涉诈违法犯罪空间。

高芝裕

保护群众人身安全
就要多管“闲事”

□ 本报记者 梁英杰

大
家
说
安
全

经济专刊部主办

组版：张文慧

责编：薛力娜

校对：孟柯妤

图①为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吕梁日报社进

行消防演练。 刘亮亮 摄

图②为市中医医院医生对患者进行单独

问诊，保护患者隐私。 康桂芳 摄

图③为悬挂在文水县城区的反诈宣传标

语。 李亚芝 摄

图④为高芝裕正在和同事讨论安全工作。

梁英杰 摄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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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医护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出于炫耀的目的非法将

名人的病例拍照发至网络；有些医院的病人刚刚出院，就收

到了与自己病情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等广告的轰炸……

近年来个人信息保护屡受挑战，医疗行业是一个涉

及人们生命健康的重要领域，也是一个产生和使用大量

个人信息的领域，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如何保护个人医

疗信息备受关注。

“泄露患者隐私信息这件事，暴露出来的是医学伦理

方面教育和监管的缺失，”交城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党委

办公室副主任成娜表示，“为保护就诊患者医疗信息安

全，我院相关科室人员与第三方工作人员均签署保密协

议，导出数据有严格的审批流程，制定专门的病案保护及

信息安全制度，复印和调阅病历资料均根据《医疗机构病

历管理规定》执行。”

“医疗安全是医疗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关乎患者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市中医院院长王志文表示，“我院多措并

举在医疗安全上下功夫，尤其限制医疗文书访问权限只有授

权的医护人员在相关科室备案才可以访问患者医疗文书。”

普通老百姓该如何保护自己就诊信息安全？王志文给

出建议，“普通老百姓在医疗诊疗服务过程中最好不在床旁

和病友相互讨论自己的病情及家庭情况。诊疗过程中的医

疗文书，检验报告不要随意丢放，以免个人信息泄露。”

“泄露患者病历信息是一种违反医疗伦理的行为。”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任玲艳教授表示，“医疗安全问题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医务人员、医疗

机构和患者共同努力来解决。医疗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

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改进医疗机构的管理和制度等

措施来保障患者的权益。”

“我院高度重视‘患者安全’，严格落实中国医院协会

‘患者安全目标’，出台《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并严加

落实。每年 3-4 月份为院‘质量安全活动月’，山西省汾

阳医院医务科科长张祺斌表示，“我院也将质量安全目标

纳入科室、科主任、个人绩效考核，加强过程监管，与绩效

考核、个人技术档案、职称晋升等关联，奖惩结合，最大限

度保障医疗安全。”

医疗数据安全
关乎你我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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